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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延安精神的多维度理解 
张栋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上承长

征精神，下接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见证；它包含了

南泥湾精神、抗战精神，为人民服务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

具体理念，本文从四个维度来论述学习和继承延安精神， 

一、延安精神的理论温度 
精神是有温度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里的重要组成部

分，延安，是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主席战斗、生活了

13 个年头的地方。这十三年，主要发生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毛主席

及其战友们指挥的敌后抗日战争了。前提是西安事变以后，在民族

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形成了。大

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三三制政权的建立，这些都为中国共

产党及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战略发展机遇；同

时，面对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只有以游击战、运动战、

破袭战等交换比高，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敌后武工队、

民兵能打得起、扛得住、可持续的作战模式，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

壮大自己。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必然依靠一种制度、机制的设置。

中国共产党现在将其命名为延安精神，这种精神的温度笔者以为就

是这种精神的核心要义，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曾经为纪念一位普通

的，因烧木炭的窑洞坍塌而牺牲战士张思德，写下了这样一篇同名

文章，总结道，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是重于泰山的。领袖情怀，展

现在对普通一兵的悼念之情。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

鲁迅先生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我们的

情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情谊，是无私无畏战友之情！ 

二、延安精神的适用效度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效度，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

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缺医少药，补

给短缺。加之延安及周边地区，土地贫瘠，民生凋敝，物产不丰。

几十万军队和党务、政府工作人员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物资供给。

打破内交外困的局面，只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借鉴古人分兵屯田之法，由王震将军带领 359 旅到南泥湾开

荒种田，自毛主席以下，亲自种植菜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

令率先垂范，学习用棉花纺线织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带头作用。

延安军民官兵一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还适时推出了

《军民大生产》、《兄妹开荒》等歌曲和戏剧来宣传和鼓舞人们，并

且还树立了吴登云、杨步浩等劳动模范，毛主席亲自接见。并与他

们一起劳动，一起纺线。传为一时佳话。 

一个伟大的政党，历来不缺乏自我革新和虚怀如谷的包容纳谏

意识的，除了生产自救，我党还听取了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正确

建议。将大量机关工作人员下沉到一线部队，使战斗部队更精悍。

领导人的警卫部队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全部实行供给制，延安杜

绝了贪污浪费。成为全中国最廉洁的地方。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

比较了毛泽东用八分钱招待自己吃的杂酱面和蒋介石在重庆用 300

大洋的一桌宴席的做派之后，向爱国华侨发表讲话时，毫不犹疑地

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建国以

后，毛泽东主席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了要将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的讲话。 

三、延安精神的人民信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有生命力，能

否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为人们所接受，所相信，就是这种理论的

信度问题，延安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

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十三年，也同时是见证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

的情感从怀疑、了解到信服、衷心拥护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也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中，引起全身

心的投入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事业中，以及 2000 万

优秀儿女英勇献身，而为人民所信服的。这中间，作为中国共产党

91 种精神谱系中，最重要的延安精神，就承载了太多的内容。正如

一首歌中唱道：“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淳朴的人们翘首祈愿”。

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见证了太多的“城头变幻大王旗”【2】的军阀之

间争权夺利，历史证明了；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带领

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及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的光荣目标。毛泽东主席一直告诫全党，一定要做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干部要常常深入

老百姓中间，与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密切联系群众。

是党开展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通过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

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并

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号召；延安精神还包含党的三大作

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毛

主席还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以

及大家熟知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改造我们的学习》被

称为老三篇的典范作品；体现了中共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

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学习，保持自我更新、自我纠

错。以虚怀若谷的姿态接受合理化建议，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

政，很快就落实到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建立三三制抗日领导政权，

争取了所有能争取的抗日力量，最终，中国共产党得以当之无愧的

胜利者姿态，在延安庆祝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同时，指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

解放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达到了一亿人，人民军队从三万

人增长到一百二十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成功地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国际政治、

军事斗争中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为中国人民所拥护、

为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所信服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政党。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延安精神的历史跨度 
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延安度过了十三个春秋，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

地的发展壮大而传播到华夏大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均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兵。我们

经常讲的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典故也产生于此。毛泽东同志在转战

陕北期间，依靠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陕北的千山

万壑给上千人中央纵队提供了天然的掩体，而真正帮助中央纵队拜

托胡宗南 23 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掩体，是陕北人民用心和血肉之躯

构筑的。1973 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回延安时，深情地说：“陕北的

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革命领袖率先

垂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毛泽东同志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嚼

得菜根、百事可做”。历来由俭入奢易，由奢返简难。井冈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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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幅对联“白军将校尉等级森严，饮食起居大不同。红军官佐

兵同心同德，则官兵一致，红米饭、南瓜汤、番薯食也当粮”。朱

德的扁担的故事，永世流传。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清算了教条

主义、经验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

党真正锻造成了一个伟大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成为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诞生的产房；延安精神，

承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到了西柏坡精神。继往开来

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公元 1935 年 10 月，中

央红军到达陕北的那一天起，就孕育了一个伟大的精神---延安精

神，从那时起，以延安这个古城命名的中国共产党 91 个精神谱系

中，中共建政之前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

中央机关住所地所产生的一切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经济、

文化建设方面成就的集大成者。它像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

苦难的中国，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红星，照耀着寻求民族解放、自由

独立的有志之士的奋斗、牺牲之路。吸引着千千万万国统区、日占

区的有志青年来学习他的真谛后，又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救亡的敌

后战场。因此，延安精神不朽！建国以后，延安精神依然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革命者践行者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的光辉道路上出现的杨根思、邱少云、时传祥、张秉贵、雷锋、焦

裕禄、孔繁森、朱伯儒、李素丽这些英模人物的身上无不闪耀着延

安精神的光芒！ 

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追忆他的 7 年知青生涯时，满怀深情

地说“延安精神是魂，梁家河是根”，并要求陕西省的党员干部，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将学习延安精神的活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将这一红色基因融入生命，传承和发扬光大。可见，延安精神的时

间跨度早已穿越时空，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 20 年代，还将

永远流传下去。90 岁的老人早已步履蹒跚，90 年跨度的延安精神

正年轻。 

综上，让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要不断对标

学习和发扬延安精神，扶本固元、守正创新，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党

的七届三中全会中所讲的那样：“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的革命精神。务必要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4）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到“两个维护”，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用延安精神强基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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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所谓的“愁”也是换位思考后的一种状态的呈现。自古

文人对于山河壮阔的描写数不胜数，多是赞许秀丽山河与家国辽

阔，而杨万里在《桂源铺》中描写的奔腾壮阔的河流与高山，却采

用了“儿童思维”。“万山不许一溪奔，栏得溪声日夜喧。”辽阔的

山脉像一个长者，“挑逗”着如孩子般的溪水不让它流走，导致了

溪水的日夜喧嚣，整个过程中充满了长者对于孩子的喜爱，也把溪

水的“顽皮可爱”、“大声叫嚷”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拟人手法的

运用在杨万里的童趣诗中非常常见，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只把自然

比拟为“成人”，而是在其基础上添加了对“儿童”的比拟，充分

了的说明了杨万里童趣诗对儿童的尊重与喜爱。 

第三，杨万里童趣诗的谐趣体现为作者对于万物赋予的“生命

色彩”。在杨万里的笔下，花儿可以欢笑吵闹，小草可以笑意盈盈，

虫儿可以自在奔跑。高山、流水、石头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生命特征，

诗歌呈现出“泛生命化”的特点，从而更具有吸引力与感染力，在

《观蚁二首》、《过洛社望南湖暮景三首》、《万花川谷》中都能有所

展现。这种生命色彩的词汇使用更能展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心理状

态，小学段的学生在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会不自觉营造出一种轻

松、活泼的代入感，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如果在小学阶段过多的

使用一些应用型的模式性语言，不仅仅会让学生失去对语文学科的

兴趣，更有甚者会对语言及理解能力产生误解。其实，并非小学生

如此，中学、大学甚至社会人士面对过多的说教语言、灌入语言都

会产生一种反感的心理，所以推广普通话要从细微处着手、从兴趣

处着手。 

三、意蕴丰富的理趣 
杨万里的童趣诗歌不能只是局限在轻松、愉快、清新自然的氛

围中，说理也 

是童趣诗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怎样说理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比如在《悯农》中：“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已分忍

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翻译过来就是水稻因为天旱缺少雨

水导致青黄不接，很多都不成熟。荞麦也因为寒霜早早来导致空壳，

一年的收成都很不好。农民早有预料，已经忍耐饥饿过了，但是今

年偏偏赶上闰年，挨饿的时间就更长了。对于学生而言的生僻字词

如“稻”、“荞麦”、“饥”、“残岁”、“闰”等，这些词汇有一定难度，

需要学生去学、记、说。除此之外，学生会和他们所学过的《悯农》

进行语言上、意蕴上的对比。在语言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语言简单，清晰，有一定的画面

感，以具象的汗水、米粒告知学生要珍惜粮食。而杨万里的《悯农》

对于学生而言，词汇的难度增加，语言具有一定的深层意义，比如

为何不直接说收成不好导致饥饿，而是说水稻青黄不接、荞麦空壳、

闰年挨饿？这种语言上的“曲折”理解，背后更是深层的意蕴呈现，

不仅能够让学生珍惜粮食的容易，还可以让学生“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甚至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同理心，关心农民，增强自身的社

会责任感。将枯燥的说理，转化成古诗教学，减少了不必要的繁多

口舌，将语言融进道理，道理融进人生，更好的践行语言的实用性，

从而进一步推广普通话。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建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一个国家文化

的基本载体和象征，是一种民族符号，也代表着民族形象，将推广

植入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即古诗中，既是传递民族精神，也是彰

显民族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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